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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常年法律顾问：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武峰律师

地方产业投资基金接驳园区发展

（相关报道详见第十四版）

丁是钉

给“招商优惠终止”设置

缓冲区的积极信号

中国政府网 11日对外公布《国务院关于税收等优惠

政策相关事项的通知》（下称 25 号文），对 2014 年底国务

院发布的《关于清理规范税收等优惠政策的通知》（下称

62号文）吹了暂停哨。给地方终止原有招商优惠政策设立

了缓冲区， 明确了各地与企业已签订合同中的优惠政策

继续有效。 62 号文从下发到暂停只有不到半年的时间，此

次国务院收回成命，透露了中国经济将从“权力经济”转

向“契约经济”等三大改革信号。

一是从“权力经济”转向“契约经济”。 一个成熟的市

场一定是注重“契约精神”的。 契约是规范社会各方行为

的重要力量，也是维护市场有效运行的重要规则。 脱胎于

计划经济的中国经济，在很长时间里表现出明显有“权力

经济”的特征。 因政策变动甚至是地方政府领导人更迭而

导致的毁约现象相当普遍。 政策变动甚至被列入合同履

约中的“不可抗力”，企业因政策变动所遭受的损失无法

得到合理的补偿。 领导意志成了经济发展中最不可预见

的因素。

25号文中明确规定， 各地与企业已签订合同中的优

惠政策，继续有效；对已兑现的部分，不溯及既往。 这样一

种尊重契约的做法， 不但给正在享受优惠政策的企业吃

了“定心丸”，更是维护了地方政府的信用。“契约意识”从

本质上讲是一种“法治精神”，政府履约践约是依法治国

的重要组成部分。 当权力不再对信用和契约构成威胁和

破坏的时候，企业和民众才会对政府产生极大的信任，政

府的政策、号令才能产生相应的影响力和号召力，才能发

挥出最大的效能。

二是从“一刀切”转向“一碗水端平”。 许多“一刀切”

的政策和指令从表面看起来是公平的， 但实际上却是极

不公平的。 经济上的二元结构或多元结构，在中国表现得

非常明显。 各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巨大，发展空间和潜

力极不均衡。 从 2014年全国各省市区人均 GDP的数值来

看，排在前 10 位的地区，人均 GDP 已经超过 6 万元人民

币；而排在后 10位的地区，则人均 GDP不足 4万元。 如果

片面以全国“一刀切”的税率消除“税收竞争”，就会产生

优势资源高度甚至过度向沿海发达地区集中， 导致发达

地区更为发达、落后地区更为落后的问题发生。

2015年全国两会期间， 李克强总理在参加四川代表

团审议时，对于“清理规范税收等优惠政策”明确表示，

“所谓要清理的，是指那些不合法的、不合理的、形成恶性

竞争、不正当竞争的一些所谓的优惠政策”。“这个问题要

根据原则主要应由地方来把握。 我相信地方政府特别是

西部地区的政府， 自己是有这个鉴别能力和把控能力

的”。 25 号文体现了对地方自主权的尊重，防止了“一刀

切”式政策可能造成的事实上的不公平。

三是从“政令不出中南海”转向“令行禁止”。 62 号文

从出台到被暂停执行前后不到半年时间。 从表面上看，62

号文的严肃性和权威性受到了损害；但从实质效果上看，

恰恰是表现出中央政府的高度自信和权威。 表现出一种

政治果敢和负责精神。 防止了地方政府采取“消极怠工”、

“不作为”等方式对待国家政策、指令的风险。“政令不出

中南海”是困扰上届政府的最大难题之一，许多国家政策

在基层得不到贯彻执行。 这一方面与地方政府的工作作

风、态度有关，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上级所出台的一些文件

可能特定地区不具备可操作性和可执行性。

25号文用“收回成命”的方式表明了中央求真务实的

态度和高度负责的精神，维护了中央政府的权威。 亦即中

央政府对自己出台的政策负责， 并会根据贯彻执行中出

现的情况和问题对已出台的政策进行调整。 但地方政府

在执行国家政策的时候，坚决不能出现“打折扣”甚至是

“不了了之”的问题。 相比“收回成命”的自信，“政令不出

中南海”的无奈才是对中央政府权威的最大损害，才是最

大的问题和风险。

从未来执政的思路上看， 既高度维护全国政策的统

一性，又充分重视地区水平的差异性，应当成为一个原则

和方向。

（下转第四版）

预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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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

P2P配资狂飙：

监管空白下的“双重灰色”危机

股市的火热催热了 P2P 的股票配资业务。《中国企

业报》记者了解到，P2P 配资业务正凭借高杠杆、低门槛

的优势迅速崭露头角， 成为 P2P 平台最火爆产品之一。

但是，P2P监管规则尚未公布，在其它金融机构的配资业

务纷纷被禁止和明确限制的背景下，游走在灰色地带的

P2P股票配资业务也颇受争议。 5版

调查

温州自贸区虚实

近期温州市副市长王祖焕透露，温州正在积极争取

获批综合保税区， 并谋划建立中国温州自由贸易园区。

值得注意的是，2014 年有 23 个地方政府把申报自贸区

写入了政府工作报告， 而今年这一数量已经下降到 9

个。不过相关专家表示，实际申报的数量在持续增加，自

贸区申报正暗流涌动，竞争会更加激烈。 3版

互联网巨头切入 P2P

舞动影响力“双刃剑”

投资

目前，58 同城在其金融战略中推出了包括 P2P 平

台捷越联合信息咨询有限公司提供产品支持的“58 钱

柜”， 这被业内视为互联网巨头对 P2P 兴趣渐浓的信

号。 然而，有 P2P 平台相关人士指出，大型互联网公司

市场影响力非比寻常，面对 P2P 这种较高风险的产品，

出现问题更容易被放大，因此需要谨慎面对。 6版

产业

商业地产严重过剩

轻资产模式救驾

商业地产存在“严重过剩”的问题，但是今年一季度，

我国办公楼的开发投资同比增长 20.6％； 商业营业用房

开发投资增长 17.2％，均高于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整体

水平 8.5％。 尽管商业地产“供过于求”的问题日益突出，

众房企仍乐此不疲地投身于商业地产的开发中。 7版

政令出中南海两天落地

提速降费电信市场开放趋势渐成

国际

中俄合作新火花：

两个“对接”打通欧亚市场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俄罗斯进行国事访问期间，

中俄双方商讨将中方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同俄方跨欧

亚大通道建设、欧亚经济联盟建设发展相对接合作成为

各方关注的焦点。 专家认为，在此背景下，中俄双方将迎

来新的合作机遇。 19版

重点

烟草提税：消费税改革提速

自 5月 10日起， 国家将卷烟的批发从价税税率由

原来的 5%提高到 11%，烟草价格也随之上涨 10%，以此推

算，今年烟草行业上缴税费总额将超过 1万亿元。 中国

虽然一直在推行禁烟，但效果并不佳。这次“以税控烟”是

否能达到预期效果？ 同时，深化财税体制改革背景下，烟

草税上调是否意味着我国消费税改革的提速？ 4版

G01-G04

4月中旬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敦促“提网速、降网费”， 5 月

13日国务院常务会议明确提出“城市宽带要免费提速 40% 以

上”等五项举措。 ５ 月 １５ 日上午，工信部要求手机流量平均资

费水平和固定宽带单位带宽平均资费水平同比下降 ３０％左

右；下午，三大电信运营商公布了各自的提速降费方案，资费

最高降幅 ３５％以上。提速就要加快基础设施建设，工信部称未

来三年，基础电信企业将投资超过 １．１万亿元。受此消息影响，

资本市场反映强烈，通信设备商连续两日全线大涨。 此外，工

信部也将推动民营业务加快进入电信行业， 进一步开放电信

市场。 （相关报道详见 G01、G03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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